
进行时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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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他山之石乡村振兴

果园托管给“保姆”农民甩手当“掌柜”
——黄龙县崾崄乡太地塬村走出“村企共建”新路径

通讯员 李丽 白杨越 记者 杜音樵

黄桃满枝头 游人乐采摘
记者 王静 殷宇峰

矮化密植果园建设标准高

整整8个月，60岁的国家高级工艺美术师由守义，
在西南贵州的大山里改造老房子，从未回过一次东北
吉林省吉林市的家。他说，自己已沉浸在助力乡村振
兴的事业里。

“在乡村建设中，我必须融入村民的生活和劳
动。”站在一栋正在改造的老屋内，由守义说，只有与
村民相互了解，才能确保老屋在改造中的设计、施工
等各环节有序推进，“蓝图”得以精准落地。

2021年11月，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
江县邀请，由守义关闭个人艺术馆，从老家辗转来到
榕江县忠诚镇乐乡村，助力把乐乡村打造成为贵州50
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之
一。

他的任务，是将乐乡村集体“收纳”的十几栋老屋
进行商业化、艺术化改造，再交由村集体经营，开放给
游客参观体验。

“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振兴，老屋改造必须与产
业、商业有机结合。”由守义认为，按照乡土味、乡情
味、乡愁味“三乡味道”定位，在保持老屋原有风貌的
同时，基于产业和商业考量，完善其功能布局、提升其
文化内涵，给人以视觉、触觉和心灵上的舒适感。

乐乡村党支部书记石彦明介绍，乐乡是一个侗族
聚居村落，有村民 272户、1100多人。弹唱琵琶歌、奏
牛腿琴、吃稻花鱼……乐乡村民保留着众多传统民
俗。过去，不少村民还用传统工艺加工谷物、磨豆腐、
织衣服、打首饰、酿酒等，极具特色。

乐乐坊、乐鲜坊、乐香酒坊、乐香鱼庄、“知竹尝
乐”工坊……结合乐乡的民俗文化和村民的生产生
活，由守义将村中老屋改造成不同主题的工坊。

“比如乐香鱼庄内外，我用废弃的边角木料制作
了大小不一、取型于本地稻花鱼的装饰品；乐乐坊中，
我把客房的床头和灯罩设计成侗族群众日常弹奏的
琵琶和牛腿琴乐器状。”他说。

坐立秋千、现代吧台、手拉升降送餐柜……由守
义还按照现代城里人的生活和娱乐习惯，完善老屋内
外设施和功能布局。

“村民普遍喜爱由老师的创新做法。”石彦明表
示，由守义对老屋的改造，兼顾了传统和现代、生活和
娱乐，让很多村民深受启发。

46岁的乐乡村村民吴松明做木匠已有20年，从改
造第一栋老屋起，他就跟着由守义。

“我们这些匠人，一辈子就遵循一个原则：不论是
一个雕花纹样，还是一个屋面造型，老一辈怎么教，我
们就怎么做。”他说。

跟由守义一起干活，看他如何通过研究、设计、施
工，把创新方案落地，总让人眼前一亮。吴松明也有
了创新思路。

“做乡村建设，规划和设计不能想当然，也不能
‘快餐化’，必须立足村俗民情，用心用情深入理解和
思考。”由守义说，还要发动和组织村民一起干，力争
做到思想统一、行动一致。

前期由守义在村里开展调研走访三四个月，跟村
民同吃饭、唠家常、聊历史，深入了解村中民俗文化和
村民生产生活，让后期老屋的改造创新成为有源之
水、有本之木，并逐步获得村民和访客一致认可。

“我的表哥表姐在贵阳居住，但至今我也没有时
间去拜访他们，哪怕过年时也待在村里忙事情。”由守
义说，助力乡村振兴的事业时不我待，要赶着时间干
工作。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田伟 李进）“我
这块果园是2019年建的，当时就把滴灌、地布、防雹网
这些设施都配套上了。”近日，在洛川县黄章便民服务
中心黄章村安军平家的矮化密植苹果园里，他正在和
前来参观自家果园的群众互相探讨交流当前果园管
理要点。

除了村民自己建园，黄章村还通过“支部+企业+
合作社+果农”模式吸引企业前期注资建设高标准矮
化密植示范园，果农以土地入股，集体和合作社参与，
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共赢。

“这种模式既解决了部分群众前期建园投资过大
的问题，又降低了果园管理中的自然灾害风险。通过
利益共享和务工收益，实现了一份土地两份收入。”村
党支部书记李文强介绍。

黄章便民服务中心在合理布局矮化密植示范园
的同时，还积极引导群众搭建防雹网，以此提升果园
防灾抗灾能力。尧头村的果农杨小龙就是在政府引
导下最早搭建防雹网的群众之一。杨小龙告诉记者，
前几年果园受冰雹灾害比较严重，从 2017年开始，在
政府的引导下开始搭建防雹网，逐年把自家的果园全
部搭建完成，再也不用担心冰雹灾害了。

近年来，黄章便民服务中心以“百千万”示范工程
为载体，紧扣提质增效可持续全产业链主题，紧抓果
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加快果园机械化、规模化、集约化
生产和营销科研队伍建设。截至目前，共建成高标准
矮化密植园 6303.69亩，搭建防雹网 10173.81亩，真正
实现苹果产业品质提升、高效发展。

一大早，家住黄龙县崾崄乡太地塬
村的于有良就骑着三轮车去“上班”了。
他在距离村庄两公里的集体经济果园打
工，负责日常管护，比对待自家果园还上
心。园子里有活儿的时候，他就从早到
晚都在地里忙碌，农闲时候，他也要早晚
去地里溜达一圈，不然心里不踏实。仅
这一项，于有良每年可以收入2万元。

于有良每年能有这项稳定的收入得
益于村党支部盘活土地资源建成的 150
亩密植短枝苹果示范园。该示范园主要
栽植优果率高、极耐运储、稳产性强的

“艳玙红”品种，3年挂果，5年可进入盛果
期，丰产期能达到10-15年。

为确保果园管理科学，运转正常，崾
崄乡党委积极探索农村“三变”改革发展
模式，牵头引进延安哲珲农业有限公司
参与经营管理。太地塬村党支部以集体
果园入股企业、村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和闲散资金入股，最大限度发挥企业的
管理技术优势、村集体的资产优势和村
民的资金优势，试点开展“村企共建”，效
益分红按照苹果收益期分6个阶段进行，
从而实现村集体的初步积累，入股群众
除分红外还可优先聘用到果园务工。截
至目前，村集体和入股群众累计分红 9.7
万元，开发就业岗位14个，人均年务工增
收 1万元，真正实现了资源变资金、资金
变股金、群众变股东。

托管企业对果树日常管护非常精
细。从年初的剪枝、锄草到年尾的施肥、
冬管从不马虎。在保证了果树健康成长
的同时，果园每年根据果树生长需要雇

工6次，每次10~15人，累计作业达3个月
左右，成了附近村民家门口的稳定务工
点，为群众增收致富提供了更多选择。

太地塬村作为苹果专业村，90%以上
村民都是果农，在参与示范园管理中，果
农也不断学习掌握更多精细的管理技
术，为全村苹果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奠
定了良好基础。

“我家果园小，老伴忙完自家活，也
会来示范园打短工，一天 120元，一年还
能挣 6000多元。”于有良说，妻子也十分
勤快，虽然他俩都已年近60，但却非常精

干。他们家的 4亩果园今年刚进入盛果
期，目前套果袋 4 万个，预计收益 5 万
元。加上打工和种玉米的收益，日子也
是越过越舒心。

在示范园里，果树茁壮成长，地面也
铺了一层绿油油的柴胡，由于幼园前3年
没有收入，乡党委、政府就想出了果园套
种中药材的“长+短”产业互补发展模式，
一方面确保果农前期有收益，另一方面
也避免了不懂管理的果农套种高秆作物
影响果树生长。以村集体示范园为例，
套种100亩柴胡2年就能采挖，市场价30

元/公斤，亩产 100公斤的情况下仅柴胡
就能卖 30万元。目前，全乡共套种 1800
亩，成了苹果园里的另一份收入。

苹果是崾崄乡的主导产业，是群众
致富的“金蛋蛋”，截至2021年，丰产期果
园达 6500 亩，年产量 9751 吨，年产值
8126万元，苹果已成为崾崄群众增收致
富的一项主导产业。

为了做大做强支柱产业，乡党委、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用于扶
持提升苹果管理技术并延伸完善产业
链。建成鲁家塬村裕民果蔬仓储中心、
太地塬村沃农仓储千吨冷库。与西安
竞耀有限公司签订托管协议，按照“村
支部+企业+农户”的模式运行，由村支
部牵头，企业统一管理运营，每年储存
费可收益 50 万元，所得纯收入将按照
村集体、企业、低收入人群 6∶3∶1的比
例进行分红。

小小的苹果也为低收入群众提供了
保障。果园优先聘用 4名村里低收入群
众参与日常经营管理，月工资 1500元，
年人均增收 1.8万元。除此之外，冷库也
优先为当地果农提供储存业务，当地苹
果存储按照低于市场价的 0.5元/公斤收
费，果农再也不用受制于果商和市场价
格。

如今，走进太地塬村，农家小院里满
是各类农用机械和小轿车，果园地头晒
得黝黑的果农日子越过越红火。迎着乡
村振兴的东风，太地塬村生态宜居、产业
兴旺，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美丽村、
富裕村。

近日，记者来到宝塔区柳林镇王家沟
村的30亩黄桃园，一人多高的桃树枝繁叶
茂，新鲜的黄桃成串地挂满枝头，沉甸甸
地压弯了树枝，在绿叶的衬托下，一颗颗
新鲜的黄桃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诱
人。桃园负责人吴海龙说，桃园目前有水
蜜黄桃、毛蟠黄桃、油蟠黄桃等15个黄桃
品种。由于山顶光照充足、温差大、湿度
适宜，让黄桃更新鲜、口感更香甜。

“90后”的吴海龙1998年随父母到延安
后便居住在王家沟村，2018年10月租了村
上30亩地准备发展种植业，但由于效益问
题，吴海龙一直决定不了该在地里种什么。
一次机缘巧合，他认识了农业方面的专家，
对陕北的气候特征非常了解。吴海龙便向
其咨询，交谈后专家便推荐他种植黄桃，还
推荐给吴海龙一些有关种植黄桃的书籍、视
频网站以及这方面的技术专家。之后的一
段时间里，吴海龙通过自学，掌握了基本的
种桃技术和相关管理知识。

“黄桃富含微量元素硒，有丰富的营
养价值，口感好。此外，它属于晚熟品种，
可以错季销售。”吴海龙说。经过一番考
察和学习，2019年2月，他从山东平邑县大
兴果树苗圃买回来3000株黄桃树苗开始

种植。栽下黄桃树苗后，除草、施肥、剪
枝、疏花疏果、翻地……每一道工序吴海
龙都亲力亲为。遇到技术难题，山东平邑
县大兴果树苗圃通过视频免费提供技术
支持，这让初次尝试种植黄桃的吴海龙吃
了“定心丸”。“我种黄桃用的都是牛粪和
有机肥，不喷洒农药，还定期用红酒和啤
酒兑水喷洒叶面。红酒和啤酒里面含有
二氧化碳、氨基酸和麦芽糖，二氧化碳和
麦芽糖可以促进光合作用，氨基酸可以迅
速被叶子吸收达到追肥的作用，麦芽糖也
可以被桃树吸收增加糖度。”吴海龙介绍
道。

今年6月份，吴海龙的黄桃园初挂果，
30亩的黄桃园能产鲜桃 1.5万公斤左右，
预计纯收入可达到17万元左右。为了错
峰销售，果园内种植的黄桃品种依次成熟
上市，可从 6月份一直采摘到 9月份。吴
海龙通过发微信朋友圈、抖音以及亲朋好
友推荐等方式正在慢慢打开销路。

面对日益扩大的销售市场，吴海龙
说：“我也打算学习网络直播带货，让大家
都能尝到有机、绿色、香甜的延安黄桃。
明年要在剪枝、施肥和管理上下更大功
夫，让黄桃的品相品质更好。”

“养羊是‘脚湿一天，白养三天’。
这段时间天气热雨多，圈舍里一定要注
意防暑防潮，要把公羊、母羊和羔羊分
开养……”近日，安塞区砖窑湾镇西河口
村的湖羊养殖大户苗壮正通过手机直播
向养殖户讲解近期养羊注意事项。

走进苗壮的壮大养殖场，一座座红墙
黛顶的圈舍整齐排列，一群群温顺的羊儿
咩咩欢叫。苗壮告诉记者，养殖场是2020
年 5月开始建设的，占地面积约 55亩，建
有圈舍 10余座、草料棚 2间。另外，还修
建了12间员工宿舍，硬化了生产道路600
余米，做了排水渠 820米，完善了饲料加
工、污水收集等相关设备设施。

“养殖场建起来后，我们引进繁殖母
羊近1000只。连建场加引进母羊，包括雇
用 8名工人，总共投资了 760余万元。”苗
壮说。

760余万元可不是个小数字。苗壮为
什么敢一下子在村上投这么多钱建养殖

场、搞养殖业？
近年来，砖窑湾镇充分发挥“党建+乡

镇人才”工作站职能，积极推行人才“头
雁”计划，通过一揽子惠民政策吸引大学
生、退伍军人、经商人员等有志青年回乡
创业，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这片
广阔的土地上大有可为，我看好农村发
展。”苗壮说，前些年他一直在外闯荡做生
意，虽然赚了些钱，但也吃了颇多苦头，经
了不少磨难。“乡村振兴，年轻人不能错过
这样的大好机遇。”苗壮没有犹豫，干脆利
索地回到了西河口村。

回村后干什么？苗壮有自己的想法：
陕北人好吃羊肉，放羊曾是这一地区部分
农民几辈子养家糊口的活计。退耕还林政
策实施以来，放羊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湖
羊舍饲养殖成了大部分放羊户的首选。

多年在外闯荡的经历让苗壮搞起养
殖业来并不困难。一方面，他在地方政府

的大力扶持下，多方筹措资金、积极申领
创业贷款，加上自己多年的积蓄，很快建
起了壮大养殖场。同时，苗壮积极外出考
察学习养殖技术，多方比较优选种羊、母
羊，请养殖专家到场里手把手进行指导培
训，为自己的养殖事业开好头、奠好基。

“湖羊性喜安静，所以我把养殖场建
在了远离村民生活区域的地方。它们喜
食夜草，晚上那顿一定要喂好……”苗壮
不仅自己潜心学习养殖技术，还手把手地
培养了8名工人在他的养殖场工作。

看着苗壮的壮大养殖场越办越稳当，
不少远亲近邻都来找苗壮，希望能够和他
学习养殖技术，一起发展湖羊养殖产业。
这个曾经走南闯北、如今已经成为当地湖
羊养殖“专家”的后生，并没有吝惜他的生
意经验和养殖技术。“我的经验和技术能
够帮助大家一起发展养殖产业，共同挣钱
致富，这是多好的事情。”

远近村民来场里学习养殖技术，苗壮

都不遗余力地教授。不仅如此，为了帮助
刚起步的养殖户规避市场风险，苗壮还按
照资源共享、需求互补的原则，通过多种
联建形式组建产业发展共同体，围绕湖羊
养殖难点问题和制约瓶颈，积极探索解决
方案、共同壮大产业发展，带着大伙儿一
起做好羊倌发羊财。截至目前，已带动全
镇湖羊养殖户5户，成立专业合作社5个，
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40余人。

现如今，苗壮又开通了线上直播，讲解
湖羊养殖技术和管理销售等内容。仅今年
以来，苗壮培训服务的乡村养殖人员就达
500余人（次），入户进场开展技术服务10
余场（次），受到了养殖户的极大欢迎。

“我希望通过‘线上+线下’的技术服
务和培训，将更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户等养殖户集中起来，大家一起提升技
术、增长本领，把我们砖窑湾镇的特色养
殖产业做得越来越好，让乡亲们的日子过
得越来越富。”苗壮说。

我在大山修老屋
——一位工艺美术师手中的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罗羽

● 于有良在果园务工

他力量乡村振兴

苗壮：返乡当羊倌 带民发羊财
记者 刘彦 通讯员 李青梅 徐峰

● 游客采摘成熟的黄桃

看小康走进乡村


